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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古盈新
彰显传统文化生命力传承力

2024 年 4 月 11 日 ，农 历 三 月 初

三，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

郑州新郑黄帝故里隆重举行。来自我

国港、澳、台同胞和 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华侨华人代表人士，全国劳动模

范、道德模范、优秀科技工作者、重大

项目投资者等 5000 人参加现场拜祖。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

一年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都在“不

变”中求新求变。今年，拜祖大典进

一步完善仪式音乐、服装、舞美、礼

制等，增强仪式感、厚重感、感染力

和文化承载力，体现传承与创新、礼

制与时代的深度融合，凸显黄帝文化

特色、黄河文化内涵和中原文化特

质。

当天，黄帝故里园区，典雅厚重

的整体建筑、规制严谨的礼仪空间，

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拜祖氛围。

过寻根门，甲骨碑林方柱高举，

碑上布满我国最早的象形文字——甲

骨文。每一笔刻画，都渗透着中国人

传续千年的文化血脉；每一个符号，

都诉说着中华文化穷究天人的不懈追

求。同心广场系祖坛中心置放着仿制

杜岭方鼎，其原件出土于郑州，激荡

着中原王都气象。系祖坛之上，64

位“佾生”列阵，献上古代“八佾

舞”；99 位古筝乐手绕坛围坐，奏悠

扬古乐。

从 系 祖 坛 到 轩 辕 桥 、 再 到 故 里

祠，沿途两侧竹简上“银钩铁画”，

书 《史 记 · 五 帝 本 纪》， 彰 轩 辕 圣

德。故里祠前，作为华夏礼乐重器的

青铜编钟，敲响琅琅之音。过故里

祠，经仪门，入拜祖广场，四周连廊

精心雕刻的 26 幅浮雕全面展现了黄

帝一统华夏、肇造文明的辉煌历程，

带领嘉宾们徜徉历史、穿越古今。

大典分为盛世礼炮、敬献花篮、

净手上香、共拜始祖、恭读拜文、高唱

颂歌、乐舞敬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

等 9 项仪程。

在高唱颂歌仪程中，来自内地和香

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歌手与全国各民族

的少年儿童，同歌《黄帝颂》，共叙家国

情。随后，舞蹈演员们身着古装，和着悠

扬的编钟韵律翩跹起舞，敬拜先祖。

在天地人和仪程中，一条金色“巨

龙”乘风而起，自轩辕丘腾空翱翔。拜

祖广场上，和平之鸽展翅高飞，心愿气

球冉冉升起，巨幅黄底红字“天地人

和”在直播画面中呈现，大典现场一片

欢跃沸腾。

厚植“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

的理念，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不仅营造出庄

严肃穆的拜祖氛围，而且在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袭古盈新中，为全球中华儿女奉

献了一台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典。

“拜祖大典庄严肃穆、震撼人心，

让我们为自己身为华夏儿女感到骄傲自

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

务副会长凌友诗说，“中华儿女虔诚敬

宗拜祖，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汲取

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希望更多香港年轻

人走进黄帝故里寻根拜祖，了解华夏历

史，传承黄帝文化。”

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表示：

“今年的大典非常大气和庄重崇敬，参

加拜祖大典感到心灵十分震撼”，并现

场题词：“河洛追远，不忘根本”。

“每次回来参加拜祖大典，都有一

种回家的感觉，因为，我们的根和祖在

这里。”作为马来西亚籍第四代华裔，

已过花甲之年的马来西亚姓氏总会联合

会荣誉会长洪来喜置身大典现场不由心

潮澎湃。

今年是甲辰龙年，全球华人网上拜

祖平台特别进行了优化升级，以黄帝文

化与龙元素的结合为设计主线，结合

AI、 VR、 AR 等 新 技 术 ， 在 情 境 化 、

沉浸式和视频化、交互式上不断拓展，

从黄帝兴农业等历史典故、双槐树等遗

址遗迹中汲取核心元素，使“轩辕黄

帝”形象更加鲜活，全球华人无论身处

何地，都能身临其境感受盛典盛况，体

验中华文明的绚丽璀璨。据统计，甲辰

年网上拜祖平台累计参与用户超 2317

万人，其中海外参与用户约 162 万人，

累计参与祈福互动 7451 万人次。

溯源寻根
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根脉文

化，黄帝文化是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

神纽带。千百年来，拜祖大典的寻根追

源，早已发展成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主

脉，演变成中华民族的一项优良传统，融

入每一位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血脉基因。

同拜轩辕黄帝，共叙中华深情。自

2014 年起，每年农历“三月三”，我国

港澳台地区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泰国等国家的华侨华人纷纷举办同拜黄

帝活动。

今年，在中国粤港澳大湾区 （香

港）、台湾地区，美国旧金山、英国伦

敦、澳大利亚悉尼 5 地圆满举办同拜活

动，不仅延续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的主

题和九项仪程的典礼设置，还各自加入

独具特色的环节，表达对华夏先祖的敬

仰尊重和对世界和平的美好祝愿。

血脉同宗源，两岸一家亲。在台湾

桃园市黄帝雷藏寺，“甲辰年恭拜轩辕

黄帝大典”沿承古制，依序进行上香

礼、三献礼、恭读祝文、饮福受胙等

26 道 传 统 古 礼 ， 虔 诚 恭 拜 轩 辕 黄 帝 ，

岛内百余名各界代表一同参与。中国国

民党前副主席陈镇湘担任大典主拜官。

他表示，身为中华儿女感到无比荣耀。

黄帝是两岸共同的先祖，同拜黄帝非常

有意义。两岸一家亲，任何力量都分不

开。

“甲辰年粤港澳大湾区 （香港） 恭

拜轩辕黄帝大典”现场，嘉宾们面向人

文始祖虔诚共拜，场面宏大震撼、神圣

庄严。主礼嘉宾代表、中国侨联副主席

吴换炎表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

祖、人文初祖，是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和

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情感纽带。通过

此次恭拜活动，会让更多的中华儿女懂

得寻根溯源、敬宗拜祖，进一步了解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

在美国旧金山市府广场，鲜花装点

的会场人头攒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

领侨处主任王一鸣、领事杨博，美国南加

州著名爱国侨领、张治中将军之女张素

久等政界人士、侨团领袖、商会代表出席

活动。张素久说：“讲好中国故事，我们

要记住历史，记住老祖宗，保留好我们优

良传统，举办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同

期，还举办了第四届“我是中华儿女”青

少年中文演讲比赛。“这次比赛让我感受

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觉得非常

有意义”，小选手叶梓莹欢欣雀跃，源自

血脉和文化的骄傲与自豪在言语间涌动

流淌。

在英国伦敦唐人街广场，满载“老

家河南”厚重文化底蕴的“黄帝”和

“有熊”亮相英国同拜活动现场，为英

国华侨华人带去惊喜。超高的人气、可

爱传神的形象，吸引现场嘉宾和国际友

人纷纷上前合影、互动交流。中国驻英

国大使馆侨务参赞刘红梅出席活动并致

辞。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大英帝国

官佐勋章获得者、英国华侨华人恭拜轩

辕黄帝大典荣誉主席邓柱廷说：“轩辕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拜祖大典

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是同根同祖

的中华儿女，慎终追远，团结一心，共

同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贡献一份力量。”

在澳大利亚悉尼，黄帝像前，姓氏

旗被高高举起，象征着华夏儿女枝繁叶

茂、欣欣向荣。恭拜轩辕黄帝已逐渐成

为当地华侨华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促进中澳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活

动。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文化参赞王书

羽，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兼中国驻悉

尼旅游办事处主任刘东等出席活动。93

岁高龄的澳大利亚著名侨领周光明动情

地 说 ：“ 我 们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的 根 在 中

国，黄帝是我们的人文始祖。我以前去

参加过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特别感动，

现在还记忆犹新，我希望大家都到河南

去寻根问祖。”

同拜活动期间，海外知名华侨华人、

侨团侨商代表录制祝福视频及现场视频

600 余条；海外侨领、社团纷纷致信祝贺

大典圆满成功，祈愿民族和谐团结；中国

驻外使节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土耳

其、缅甸等多地华侨华人交流群，争相点

赞转发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相关内

容，表达对黄帝故里的依依牵挂，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殷殷祝福。

拜祖大典连年成功举办，吸引了数

十万海内外中华儿女前来寻根拜祖，激

发了全球华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和自

信，已经成为世界华侨华人高度关注、踊

跃参与的文化盛典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重要文化品牌，成为凝聚民族精神、传承

黄帝文化的重要载体平台，成为彰显中

国精神、促进世界和谐的重要窗口。

活动纷呈
提升拜祖大典影响力带动力

四海一脉归故里，九州共聚拜祖

庭。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既是面向全球、

弘扬中华文化的盛事，也是加强交流、

促进合作共赢的盛举。今年拜祖大典期

间，一系列文化关联及延伸活动的成功

举办，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拜祖大典的

内涵和外延，提升了拜祖大典的影响

力、辐射力、带动力。

黄帝文化论坛是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系列重要活动之一，被誉为拜祖大典的

“灵魂工程”“先声工程”。第十七届黄

帝文化论坛以“黄帝文化与中国式现代

化的创新使命”为主题，高擎思想火

炬、坚定文化自信，来自多领域的专家

学者登台开讲，多维度、多层次阐释以

黄帝文化为源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展示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

中发展，在应势处变中升华，源远流

长、根深叶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

的精神追求，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

精神基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李玉赋认为，以黄帝创制为特征，凝

聚、演变而成的黄帝文化，以其开拓、

进取、统一、团结、和谐、创新等文化

理念及其底蕴，经过数千年的沉淀、丰

富、继承、弘扬和发展，早已成为中华

民族大家庭离不开的精神血脉和文化纽

带。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伟

大文明的创造者，是中华民族认同的象

征、中国精神的象征。延绵数千年的黄

帝精神还在延伸，具有民族精神的同一

性、文化价值的同一性、生活形态的同

一性。”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表示，从

源头追寻中华文明，就是从黄帝文化中

汲取丰厚滋养和奋进力量，走向更遥远

的未来。

以“河南新发展 豫商新机遇”为

主题，800 余名海内外知名豫商代表齐

聚 2024 全 球 豫 商 大 会 ， 共 襄 发 展 盛

举，共创美好未来。大会达成合作项目

89 个，投资总金额 810.9 亿元，涉及装

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医药、绿色食品等领域，均是河南

重点发展产业和前瞻布局产业。“文贸

衔接、政经协同，以文促经、互动双

赢”，经过多年发展，豫商大会已成为

广大豫商归乡投资、共话乡梓的重要平

台和河南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

举办首届郑州岐黄·中医药发展大

会，全国的岐黄学者、专家教授，著名

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医院院长，知名中

医药企业负责人等近千人参会，围绕

“弘扬岐黄文化 传承中医国粹”的主

题，共同探讨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的

方 向 和 路 径 ， 现 场 集 中 签 约 项 目 12

个，签约总额 125.28 亿元。

“ 主 流 媒 体 黄 帝 故 里 文 化 行 ” 活

动，邀请全国知名高校新闻传播学院专

家学者、沿黄九省 （区） 省会和国家中

心城市的党报社长、新媒体总编辑等

60 余位嘉宾采风黄帝故里，传播黄帝

文化、黄河文化、中原文化。

“百花争艳春满园”梅花奖艺术名

家拜祖大典戏剧晚会，邀请 20 名中国

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得主倾

情助力，全程网络直播，为前来拜祖的

海内外嘉宾和广大戏迷网友献上了一台

精彩的文艺演出，有力地促进了传统文

化在海内外的传播。

“轩辕情·中国梦”全国中国画、

书 法 篆 刻 作 品 展 ， 共 收 到 投 稿 作 品

8400 件，评选入展作品 407 件，现场观

看展览的观众络绎不绝。

血脉相连，文脉相通。拜祖大典以

“文化＋”为支点，将文化的力量“润

物细无声”地融入各个方面，增强了海

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血脉认同和

文化认同，为河南及郑州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深厚底蕴。

祭祖缅德，当继往而开来；慎终追

远，须奋斗以自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5 周年，也是实

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

年。郑州市将充分发挥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的文化、经贸等功能，着力打造“中

华儿女的寻根之地、中华文明的朝圣之

地、中华文化的体验之地、国学教育的

实践之地”，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

创 新 基 地 中 的 全 国 重 地 ”， 不 断 擦 亮

“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的

城市品牌，竭力打造和守护好黄帝故里

这一“全球华人的拜祖圣地，中华儿女

的心灵故乡”，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郑州实践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李杰）

共拜人文始祖 共襄复兴伟业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回眸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

铸之。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通 过 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提出，“必须增强文化自

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

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强 调 要 推 进 文 化 繁

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

华文化影响力。

“三月三，拜轩辕。”尊宗敬

祖，是中华文明绵绵永续的精

神密码，也是加强中华儿女大

团结的重要纽带。每年农历三

月初三，海内外中华儿女共赴

“老家河南”，拜谒轩辕黄帝，共

缅始祖功业，共祈民族复兴。

作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承

办单位，河南郑州市政协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

真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等

作用，着力打造庄重肃穆而又

直击人心的文化盛典，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提升中华文

化影响力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河南实践作出积极贡献。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海内外嘉宾走进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现场 以“黄帝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使命”为主题的第十七届黄帝文化论坛在河南新郑举行

第九届旧金山海外炎黄子孙拜祖大典在美国旧金山市

府广场举行


